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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型教学法在高职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罗涛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音乐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艺术学科，有着自身独特的教学特色与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法作为一种实践性极

强的教学方法，与音乐学科的教学相契合。如今，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的注重人才培养上的综合全面发展，任务型教学法的利用与

实施有利于挖掘音乐教学中的更多容错可能，优化高职音乐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切实课堂学习参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

堂氛围，呈现出更为优秀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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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pplication of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in Higher Vocational Music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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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art discipline，music has its own unique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mode. As a practical teaching method，the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is compatible with the teaching of music. 

Nowadays，more and mor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 use and implementation of task-based teaching method is conducive to mining more fault-tolerant 

possibilities in music teaching，optimizing higher vocational music teaching methods，improving students' practical 

classroom learning participation，mobilizing students' enthusiasm，activating the classroom atmosphere，and presenting 

more excellent teaching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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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的注重人才培养上的综合全面发展，

音乐作为一门融合了人文、技能、艺术素养的综合学科，其地位也

显得愈发重要。针对不同类型高职院校中不同学习对象的音乐教育，

任务型教学法的利用与实施能够有效改善当今学生在音乐课堂上参

与力度弱、学科重视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任务型教学法历经近

四十年的摸索与实践，在语言学习领域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

如何将任务学习法有效应用于其他学科教学上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

考的问题。 

一、任务型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任务型教学法（task -based approach）①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诞

生并逐渐被广泛应用于教学实践之中的一种教学方法，是指学生学

习过程中围绕任务建立整体学习模式为核心，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

教学原则，围绕着学生的需求与能力，在应用于语言教学领域时，

常常以学生真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交际情景与语言需要为基础，去进

行具体化与可操作化的任务设计，从而引导学生在完成这些交际任

务的过程当中掌握相应的语言技能。在长期的任务型教学法实践探

索之中，有许多西方学者们提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去进行完善，其

中以 J.Willis②提出的教学过程框架 为突出，他在自己的著述中将

任务型教学法的“任务”分成了明确的三个阶段：前任务阶段、任

务环阶段和语言聚焦阶段，分别对应了“任务”当中的准备、完成

及总结讨论、分析及练习巩固三大程序，为语言学习教学提供了明

确的参照规范。 

二、高职中音乐学科的发展现状 

音乐作为一门特殊的学科类型，学科交叉性极为明显，涉及到

人文、艺术、历史、数学、电子等等学科领域。在高职音乐教学中，

很多时候并没有考虑到音乐学科的特殊性，使得音乐理论与实践课

程联系得不够紧密，授课形式也缺乏进一步优化。 

（一）理论与实践脱节 

高职音乐教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性还有待加强。在某些理

论知识点繁杂课程当中，教师往往会缺乏对实践性的关注，整堂课

都是教师一人从头讲到尾，学生缺乏参与度。任务型教学法强调注

重教学过程，讲究“在做中学”，若能在诸如乐理、音乐史之类的理

论课程中应用任务型教学法，使得一堂课中不单单是教师讲解繁多

的知识点和学生做题答疑构成的，而是真正使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考虑学习程序中各个任务的合理化设置，更加注重学生的参与

感，使学生能在灵活的实际参与中进行更多的学习和自我感悟，课

堂也会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乐理课和音乐史课就常常以教师讲解

课程内容-学生进行习题练习为授课形式，若能以分小组活动的形

式，创建不同的任务挑战，则能够大大加强学生的参与感。如乐理

课讲授音符时值这一课时，可以让学生分组扮演不同时值的音符进

行游戏，让学生在游戏过程中加深对音符时值的记忆。如此，在教

师做任务的规划与安排时，考虑好各个学科阶段的层次性，在具体

教学过程当中依照由繁到简、由易到难的一般学生学习接受规律，

呈现出任务型教学法中各个环节的衔接度与关联性，让理论与实践

课程联系更加紧密，各个任务之间的安排也更为生动自然。 

（二）缺乏情境的塑造 

对于音乐学科的普通课程而言，学生面对得 多的学习内容就

是音乐技能教学。声乐与器乐教学课程作为 典型的实践课程，一

节课的内容就是学生学会演唱或是演奏的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学

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基础乐感与机械练习去掌握如何演唱或演奏一首

乐曲，但是一旦涉及真正的舞台表演或是要学生自身去进行授课时，

即使是专业素养很强的学生，表现也会常常差强人意。这正是由于

教师没有注重演出情境或是教学情境的设立。在制定教学内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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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就要明确好学生的学习目标、教师的教学目的以及非教学目的、

任务设计与学生需求的契合性等等，在执行学习任务时，也要遵循

目的性准则，一切过程行为都应当以所提前建立好的目标目的为基

本。任务型教学法能够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学生真实生活中的音乐应

用需求上，并切实在任务实施过程中创设情境感。 

三、任务型教学法的可行性求证 
任务型教学法原本是应用于语言教学领域的，在语言学习的过

程中，有着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高度结合的特点，这一点在某些

程度上与音乐学科教学特征是相符合的。反观高职音乐教学现状，

笔者认为有几点不足之处是非常适合使用任务型教学法的： 

（一）强化音乐教学目标与学科体系 

在音乐学科的课程规划当中，既有纯理论课程，如乐理、中西

方音乐史、中外民族音乐、和声曲式等等，同时也有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课程，如声乐、器乐、视唱练耳、合唱与指挥等等。在具体

教学的实施当中，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性常常得不到更多的凸显，

使得音乐学科的教学整体性有待进一步强调。笔者认为，在这样的

情况下，提前进行教学任务的依次设定是十分必要的。在音乐学科

当中，同样也存在知识点的由浅至深，如先要认识音符与谱表，进

而了解音符之间的音程关系，再认识和弦与和声关系，从而进一步

学习乐曲的结构与曲式、调性......但身为一门综合性艺术学科，音乐

学科课程的复杂性有时也体现在学科知识点的平行交叉之上。不同

的音乐学科之间存在着基本的联系，如学习演唱歌曲不仅要学习歌

唱的方法，还要有相应乐理知识的掌握，以及对于歌曲、作者音乐

史背景的了解和认识。任务学习法在语言学习的应用上，不但会考

虑具体学科的学习整体性，同时也要考虑总体语言学习的整体性，

音乐学科也是如此，因此，任务型教学法在音乐学科的具体实施上，

所要考虑的任务设置方法也要更全面、更复杂，但任务学习法的设

立，无疑给予了学科教学方法更好的发展路径。 

（二）贯彻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 

高职音乐学科教学中，无论是理论课程抑或实践课程，多数教

师都是采用传统的教授方法，教师讲、学生学，学习的过程模式较

为单一。在声乐、器乐教学课上，往往是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学习。

在经过学生自己的课后练习掌握相应的知识技能点。将任务型教学

法应用在高职音乐教学中，可以进一步突出教学过程中学生为主、

教师为辅的教学特点，提升学生的参与积极主动性，同时也让学生

将原有的知识结构与所感所想进行扩充、修正、调节，不断挖掘和

发挥自身的潜能在音乐课程教学中进行任务的设置，切实考虑到不

同学生本身的音乐爱好与音乐能力，增强任务设置中学生的自我特

色，引导学生加大任务的切身参与程度，从而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

兴趣，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关注自我，教师则主要起到辅

助性的作用，在各个任务环节当中及时对学生进行引导和启发。 

四、任务型教学法的实施策略 
依照任务型教学法的构建基本规律，任务贯穿着整个教学活动。

根据以往学者们所研讨的任务型教学法操作程序，三段式③是接受度

高、影响力 广的，即任务前的准备、任务执行的过程、任务后

的总结反思与汇报。我们可以依照三段式的特点，将总程序分为任

务设计、任务实施与任务评价三个方面。 

（一）任务设计 

任务设计是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针对本节课的教学目标、授

课内容以及学生的发展需求，提前规划好授课环节，制定一系列的

任务，引导学生去完成。就音乐理论课程而言，它有着大量繁杂难

懂的概念性知识点，亦或是需要记住与背诵的知识内容。但音乐这

门学科究其本身，是一门听觉感官艺术，理论知识也需要践行在音

乐实践之中。因此，音乐理论知识学习与音乐技能教学应当并重。

例如在中国音乐史课程中的唐代宫廷音乐这一课当中，不但要将理

论上的音乐史知识点进行准确精炼的梳理，还要通过音、视频或是

场景模拟、角色扮演的方式切实带领学生认识唐代宫廷音乐机构与

宫廷乐舞的特色。教师在设置这一任务环节的时候可以提前设计好

一个小小的唐代宫廷音乐剧剧本，让学生在课堂上扮演不同的音乐

机构中的角色，并准备好歌舞音频道具，大大增强理论课程当中学

生的实践参与程度。而对于实践性本身就较强的声乐、器乐教学课

程的任务设计，则要注重增加任务的多样性与趣味性，让教学不仅

仅停留在枯燥的示范模仿模式当中，不断寻求任务设计的创新性，

如增加学生之间的小组比拼互动，或是挖掘更多技巧性练习的小游

戏，从多个角度优化音乐实践课程的任务设计。 

（二）任务实施 

任务实施指的是实际课堂教学的实施过程，回答问题、听后判

断、小组讨论、小组活动都是任务实施的形式。实施过程中 重要

的一点则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课堂中尽量给学生创造多样化的学习

机会，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做。无论是音乐理论的学习抑或是

音乐技能课程的锻炼，学习的 终目标不外乎三个层面，对音乐专

业的学生而言，是教会他们运用自身的知识技能进行音乐表演或是

音乐教学，而对于非音乐专业的学生而言，是培养他们的综合艺术

感知力与音乐素养。因此，任务的实施需要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进

行不同情境的创立，在实施过程中，要善于模拟真实的环境，将学

生代入预先设计的情境之中，激发学生产生表现与沟通的需要。 

结语 
音乐作为一门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艺术学科，有着自身独特

的教学特色与教学模式。任务型教学法作为一种实践性极强的教学

方法，与音乐学科的教学相契合。“做中学”的理念符合音乐教学的

基本特征，在高职音乐教学中应用任务型教学法，有利于挖掘音乐

教学中的更多容错可能，优化高职音乐教学手段，切实提高学生在

课堂上的参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活跃课堂氛围，呈现出优秀的

教学效果。虽然目前任务型教学法在我国的高职音乐教学中的应用

率还不如我国的语言教学领域，但笔者相信，任务型教学法的使用，

能够为高职音乐教学带来全新的课堂体验与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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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缩写为 TBA，可翻译为“以任务为基础的教学法”。 

②语言学者，在 1996 年出版的 A Frame work for Task-Based 

Learning 中提出任务实施遵循的原则和实际教学操作框架，是公认的

设计最为完整、实际运用度最高、最具借鉴意义的任务型语言教学。 

③ J.Willis 提 出 任 务 型 教 学 法 操 作 流 程 为 ： 1 、 Pre-task ：

Introduction to topic and task；2、Task cycle：Task planning and report；

3、Language focus：Analysis &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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